
最新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
目 论文浅谈少儿书法教学中的思维训

练(实用8篇)
安全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做好防范。安全知识普及
是提高安全意识的重要途径，我们该怎么做？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安全标语范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安全无小事，
丢掉侥幸心；危险大哥，警惕相逢；每天要安全，万事才顺
利；安全第一，责任同行；小小安全帽，守护大幸福；危险
隐患藏处所，安全意识要时刻；爱护生命就是爱自己，安全
意识要牢记；安全无小事，责任要扛起；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谨防事故从我做起；安全意识聚人心，遵章守纪护平安。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一

一个人的综合讲话能力包括：说、写、听、读，由于四者的
关系密切，因而需要进行综合的提高。

1说的技巧：说话能力和技巧的培养通常不是在学校里能学到
的。而要靠自身的努力，在实践中磨练。如果一个人缺乏说
话的技巧，那么他就有许多不利处，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情
况说清楚，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发牢骚的人。

2写的技巧：说的技巧固然重要，但写的技巧也影响到说，写
作需要一套完整的技巧，语言思维能力，语言修辞水平，表
达能力等对写作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要想写好必须勤于动笔，
经过艰苦，长期的磨练才能达到“下笔如神”的境界。

3听的技巧，要听得的多，说的少，听是说的开始。要会说就
要更加有效地听，需要一些语言的技巧。

4读的技巧，边读边做笔记，对重点，有用的内容可做出摘抄，



以备查阅，边读边记忆，注意阅读姿势。一般说来，坐直阅
读容易使思想集中，卧读易困。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二

创造思维的特征是新颖性、独特性，学生的创造思维表现为
在学习活动中有所“发现”或有创新地解决遇到的问题。

发散思维是创造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流畅性、变通性、
独特性三个特征，也叫求异思维。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不
依常规、寻变求异，从多方面寻求答案；避免考虑问题的单
一化，促使人们思维活跃，不呆板、僵化。

我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常用以下几种方法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创
造思维能力：

一、改变“单一思考模式”，培养学生思维的求异性

思维的流畅性是指思维敏捷、迅速，能从不同角度、方向、
方面，用多种方法思考问题。而讨论法最能引导学生从多角
度、多方面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锻炼学生尽
可能找出多种答案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流畅性。

如学习《记金华的双龙洞》一颗，书中这样描写洞内的景物：
工人高高举起汽油灯，逐一指点洞内的景物。首先当然是蜿
蜒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一条青龙，我顺着他的指点看：
‘有点像。’”这时我提问：“叶老看罢内洞说‘有点像’，
到底像还是不像呢？”学生各抒己见，争论得十分激烈。我
揭示说：“像与不像，不是凭你们的主观臆断，而是结合课
文内容、具体的语言文字进行分析，来体会叶老的感受。”
学生带着问题再阅读课文，然后继续讨论。认为不像的同学
说：“有点像从字面上看，就是有一点像，那么大部分都不
像，总起来说还是不像。”这个同学虽然有自己的判断，但
说理性不强，不能以理服人。有的同学说：“我不同意他的



发言。有点像，我以为还是像。因为两条龙是石钟乳沉积自
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工雕琢，形象不能逼真。但作者在前
面已经说过了，两条龙蜿蜒在洞顶。蜿蜒这个词本来是形容
蛇爬行的样子，现在用来描写双龙那种张牙舞爪的姿态。又
因为借着灯光去看，灯光摇曳、蒙蒙，大轮廓又很像，因而
叶老说有点像。这是肯定而不是否定，也正是叶老语言正确
的体现。所以我们应当理解有点像是说像而不是不像。”课
堂上这样的讨论，尽管答案不一致，但同学们根据课文字里
行间的意思，反复推敲，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讨论最后
意见。认识会趋于一致，不必老师“奉送”正确答案。学生
在课堂上经常这样分析、推理、判断，就会逐渐克服解答问
题时的盲目从众心理和不合逻辑的猜测，从而培养学生思维
的创造性和思维的逻辑性。推理的严密性。

二、满足学生“自我肯定的需要”，培养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心理学认为十一二岁的孩子，已经逐步产生自我肯定的要求，
不希望人们把他们当小孩看待，而要求尊重他们。我们上课
时不能要求学生答问只许对不许错。有些学生创造性思维常
同一般学生不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近于荒唐，有时不易被
老师理解，但认真考虑，他们也有某些方面的道理。一次讲完
《将相和》，老师提问：“你们喜欢课文中的谁，为什
么？”绝大多数同学表示喜欢蔺相如的机智勇敢。老师进一
步启发还喜欢谁？又有几位同学说喜欢廉颇。老师满意地点
点头，正准备结束讲课，突然又有一位同学举手了，老师表
示意见相同的就不用重复了，但这位同学仍把手举得高高的。
老师叫起他，他说：“我喜欢赵王。”老师惊讶地问：“为
什么？”学生振振有词地说：“蔺相如本来是一位官职卑微
的小官，赵玉看他有才华，就大胆地使用他。秦国本来是虎
狼之国，在赵王与秦王面对面斗争时，蔺相如都挺身而出，
战胜强大骄横的秦王，维护了赵国的尊严。每次斗争胜利后，
赵王就对蔺相如破格提拔，所以蔺相如职位比廉颇还高。我
就喜欢赵王敢于大胆使用人这一点。”学生说得多好，有理
有据。赵王本身也是统治者，但学生不涉及他的为人、执政



的情况，只就他用人这一点来评论，观点鲜明、论述清楚、
敢抒己见。老师给以肯定：“同学们都喜欢蔺相如、廉颇，
你能从不同角度看到赵王的优点，这是很可贵的。你很善于
思考。”这样的肯定，调动了发言学生及全班同学思维的积
极性，使学生在发言时消除了顾虑，充满信心，增强了自我
肯定的欲望。

三、打破“思维惯性”，培养思维的变通性

思维的'变通性，是指思考能随机应变、触类旁通，不局限于
某一方面，敢于提出不同的新观点，从而形成超常的构思。

如在十一册里有一组课文都是写人的记叙文，我抓住这些课
文写作特点的同异让学生进行比较，从这个角度来提高学生
分析文章、鉴赏文章的能力。如这样提问：“《我的战友邱
少云》、《凡卡》、《奴隶英雄》都是写人的文章，你最喜
欢哪篇的写法？”“三篇文章在刻画人物上有什么不同？哪
篇文章着重刻画人物外貌？哪篇着重刻画语言和动作？哪篇
文章又着重刻画了神态？这些侧重点都是根据什么确定
的？”学生在比较中，认真思考、人人动脑、动口，课堂气
氛十分活跃。同学们在分析。比较、鉴别过程中，不仅使学
生学到的知识形成网络，口头表达能力及举一反三的能力也
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四、纠正“思路狭窄”的缺点，培养学生思维的流畅性

想像力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思维活动，是在头脑中创造出过去
没有遇到过的事物的形象，或者将来才能实现的事实的形象
思维活动。因而我们说想像是创造力，一切创造活动都离不
开想像。

1、续讲、续写故事的结局。当学生读完课文内容，并掌握了
文章中心，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续讲、续写故事内容或结尾，
丰富他们合情合理的想像能力。如讲完《会摇尾巴的狼》、



《凡卡》、《穷人》等课文引导学生续讲，让他们根据自己
的想像写出多种多样的片段。

2、写想像作文。低年级孩子学了《小猴子下山》一课，老师
叫学生摹仿，自己编个童话故事，一句话一幅图，可自绘可
剪贴，最后粘贴成一本书。学生自编出许多小童话故事，如
《先让猴子妈妈吃》等。高年级学习《黄河象》后，写《柏
抱槐》，学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后写《盖大楼》等想像性
作文。

3、写一事一议的文章，训练学生联想的能力。联想是由一事
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由当前的事物回忆起有关的另
一事物，或由想起的一件事物又想到另一事物，都叫联想。

写一事一议的文章就是以类比为出发点，找出它们之间相同
或相异属性。类比法能够在广阔的范围内把两个不同的事物
从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产生超常的构思，这是创造思维的
火花。如学生写《我喜爱的玩具一小泥人七品芝麻官》，进
而联想到当今有些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
对此进行了抨击。

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观，真正把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人，鼓励
学生多提问、提怪问，启发学生活跃思维，允许学生超过教
师。用发展的眼光爱护学生、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培养学生
的自信心，点燃起学生创造思维的火花，使学生从小具有一
定的创造力。

(阜阳市清河路第一小学武兆兰摘自《安徽教育》/6)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三

创造思维的特征是新颖性、独特性，学生的创造思维表现为
在学习活动中有所“发现”或有创新地解决遇到的问题。



发散思维是创造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流畅性、变通性、
独特性三个特征，也叫求异思维。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不
依常规、寻变求异，从多方面寻求答案；避免考虑问题的单
一化，促使人们思维活跃，不呆板、僵化。

我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常用以下几种方法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创
造思维能力：

一、改变“单一思考模式”，培养学生思维的求异性

思维的流畅性是指思维敏捷、迅速，能从不同角度、方向、
方面，用多种方法思考问题。而讨论法最能引导学生从多角
度、多方面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锻炼学生尽
可能找出多种答案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流畅性。

如学习《记金华的双龙洞》一颗，书中这样描写洞内的景物：
工人高高举起汽油灯，逐一指点洞内的景物。首先当然是蜿
蜒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一条青龙，我顺着他的指点看：
‘有点像。’”这时我提问：“叶老看罢内洞说‘有点像’，
到底像还是不像呢？”学生各抒己见，争论得十分激烈。我
揭示说：“像与不像，不是凭你们的主观臆断，而是结合课
文内容、具体的语言文字进行分析，来体会叶老的感受。”
学生带着问题再阅读课文，然后继续讨论。认为不像的同学
说：“有点像从字面上看，就是有一点像，那么大部分都不
像，总起来说还是不像。”这个同学虽然有自己的判断，但
说理性不强，不能以理服人。有的'同学说：“我不同意他的
发言。有点像，我以为还是像。因为两条龙是石钟乳沉积自
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工雕琢，形象不能逼真。但作者在前
面已经说过了，两条龙蜿蜒在洞顶。蜿蜒这个词本来是形容
蛇爬行的样子，现在用来描写双龙那种张牙舞爪的姿态。又
因为借着灯光去看，灯光摇曳、蒙蒙，大轮廓又很像，因而
叶老说有点像。这是肯定而不是否定，也正是叶老语言正确
的体现。所以我们应当理解有点像是说像而不是不像。”课
堂上这样的讨论，尽管答案不一致，但同学们根据课文字里



行间的意思，反复推敲，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讨论最后
意见。认识会趋于一致，不必老师“奉送”正确答案。学生
在课堂上经常这样分析、推理、判断，就会逐渐克服解答问
题时的盲目从众心理和不合逻辑的猜测，从而培养学生思维
的创造性和思维的逻辑性。推理的严密性。

二、满足学生“自我肯定的需要”，培养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1][2]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四

科学地认识和处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明确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维训练
只是近十多年的事，但是它所反映的却是一条客观存在的教
学规律，不过以前我们没有认识它，当然就谈不上自觉地运
用它了。

一、语言与思维的亲缘关系

思维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本质和事物
内在规律性的联系的、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是一种心理现
象。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是人类用
以进行思维活动、表达思维成果的载体，它产生于社会交际，
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一旦与社会隔绝，就会既丧失思维能力，
又丧失语言能力。作为心理现象的思维和作为社会现象的语
言，都是以社会作为自己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狼孩之所
以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能力，正是他远离人类社
会的结果。思维能力和言语能力都以人脑为依托，以人脑正
常的生理机制为基础，以社会交际为前提，是人类特有的本
领。

对思维和语言的基本属性有了粗浅了解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二者的关系。



1979年，周建人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了“思想先于
语言”的观点，[1]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针对斯大林于50年代
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论述的一个偏颇
观点：“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
相联系的思维，才会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此后十余年来，
思维先于语言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赞同。

限于篇幅，笔者不想就此展开论证，只举出两个事实来证明
周建人先生论断的正确：其一，儿童在学会说话（通常在两
岁左右）以前，已经能用手势、表情、哭声等来表达许多要
求，从五个月开始就能根据颜色和形状把玩具进行分类了；
其二，古今中外都有大作家发出“语言的痛苦”的慨叹。我
们平常人说话或作文，也常常感觉到“辞不达意”，可见人
的`思想都要通过语言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是不容易办到的，
因此语言对思想的表达大都只能是“近似值”。如果认
为“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那么上述两个事实
便不可理解了。

从“思维先于语言”的基本观点出发，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可
作如下理解：

1.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工具，然而，语言却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而且是思维工具中最有效、最方便、最常用的一种。思维作
为人脑的一种心理机能，是不显形、不出声、不能传播、不
可感知的，它经过语言传递之后，就转化为有声、显形、可
以传播、可以感知的了。因此，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思维
成果的物化形式。古人所云“言为心声”，说的就是这个意
思。

2.思维制约语言

[1][2][3][4]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五

在视觉艺术思维中，超前思维是人类特有的思维形式之
一，“是人们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综合现实世界提
供的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对于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实践活动
的发展趋势、未来图景及其实现的基本过程的预测、推断和
构想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思维形式，它能指导人们调整当前的
认识和行为，并积极地开拓未来”。超前思维是指人类思维
活动中面向未来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在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
中，超前思维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在艺术创作领域里，超前
思维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思维的纵向、横向、
主客观因素中，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揭示超前思维的规律，
是视觉艺术思维中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尤其是科技高度发
达的今天，视觉艺术思维活动必须与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
术联系起来。zi世纪的艺术创作是艺术与科学有机结合的产物，
没有高水平的超前思维活动，也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艺术创
造。

视觉艺术思维的超前思维有一个特定的发生、发展过程。人
们在进行艺术创作之前，由于创意的需要引发出对客观事物
的感受、分析和认识，在此过程中，或以主观愿望为动机引
起超前思维，或是某些思维活动以超前思维的形式进行，再
去主导相应的行为活动。超前思维的形象联想、艺术想像是
创作构思中能够促进艺术家、科学家开拓新领域的一个环节。
一些想像和联想的形象在没有被发明或被实践证实的时候，
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是荒诞的幻想，但正是无数这样的幻想多
年以后成为了现实。如果没有人们的超前思维，世界就不可
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霓虹灯、电视等，这些在不久以后都逐渐成为现实。“嫦娥
奔月”是中国古代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古今中外还有许多
作家都创作出了以人类飞向月球为题材的故事，这个人类的
梦想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实现了，美国的“阿波罗”号
宇宙飞船载着两名宇航员登上了月球。美国工业设计师诺曼?



贝尔?盖茨（normanbelgeddes）1940年在“建设明天的世
界”博览会中，代表通用汽车公司设计了“未来世界”展台，
为未来的美国设计出环绕交错、贯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并预
言：“美国将会被高速公路所贯穿，驾驶员不用在交通信号
前停车，而可以一鼓作气地飞速穿越这个国家”。尽管当时
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提出反对意见，但这一预言现
在已变成现实。高速公路以其安全、快速、实用的功能和美
观的造型遍布全世界，为大自然增添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艺术创造的超前思维强调通过形象来反映和描绘世界。现代
艺术创作除了艺术形式之外，还要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
有关方面联系起来。超前思维训练能够帮助我们在艺术创作
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面向未来，并从幻想中寻找思路，在创
新中实现理想。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六

语文教学中的思维训练

张东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厂中学，210031）

摘要：教学实践中，有些教师由于过度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和
思想性，过于强调语言训练和思想教育，而忽视了思维训练
这一核心内容，造成学生语文能力的缺失。教师可从思维的
广阔性、深刻性、创新性这三个维度人手，渗透思维训练。

关键词：思维训练广阔性深刻性创新性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文听说读写能力要在思维和语言的共
同作用下，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有
些教师由于过度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和思想性，过于强调语言
训练和思想教育，而忽视了思维训练这一核心内容，造成学
生语文能力的缺失。那么，如何在教学中渗透思维训练呢？
笔者认为，可从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创新性这三个维度



人手。

一、思维的广阔性

思维的广阔性，是指一个人在思维的过程中能全面地看问题，
即对同一问题或现象能够多角度思考、多方法解决。例如，
特级教师宁鸿彬教学《皇帝的新装》一课时，通过拟副标题
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认真研读课文，从多个角度概括、分析，
拓展了思维的广度。

师下面给大家两分钟时间，请你们给本文拟一个副标题――
一个××的皇帝，最好能结合课文做一些解释。

生我添加的副标题是“一个愚蠢的皇帝”。因为课文中那两
个自称是织工的骗子，根本没织衣服，也没给皇帝穿衣服，
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而皇帝为了炫耀自己，还穿着这件实际
上并不存在的衣服去参加隆重的游行大典。这一切，作为常
人都能分辨出来，他却上当受骗。所以，我认为他是个愚蠢
的皇帝。

生我拟的副标题是“一个爱美的皇帝”。因为文中的皇帝一
天到晚考虑的总是如何穿新衣服。

师你说的“爱美”是他的优点，还是缺点？

生是缺点。

师，应该服装整洁，落落大方。你能不能把刚才的说法稍加
修改，使人一听，就知道说的是缺点。

生爱美过度！

师很好！过分讲究穿戴就是缺点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什么词？



生臭美。

（众生笑。）

师就是这样说的。这显然是贬义。

生我认为他是“一个虚伪的皇帝”。因为他天天换衣服，每
时每刻都换衣服，换得太勤了。

师这叫虚伪？老换衣服就是虚伪吗？

生这叫虚荣！

师对！什么叫虚伪呢？

生虚伪就是不实事求是，不暴露真面目、真思想，搞伪装，
说假话。总之，是装出一副假相。

（教师点头表示肯定。）

生我添加的副标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皇帝”。因为他整天
想的是穿新衣，从来也不关心国家大事。这样统治国家，国
家必将走向灭亡。所以，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皇帝。

师他不可救药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

生（似有所悟）噢！主要表现在课文的最后，当那个小孩的
话已经普遍传开的时候，皇帝不仅继续游行，而且表现出一
副更骄傲的神气。这就表现了他的'顽固不化，不可救药。

师说得好！就是这样。

生我加的副标题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身为皇帝，不去
管理国家大事，不去关心臣民百姓，而是整天待在更衣室里，
可见他是个昏君。他听信骗子的谎话，还听信内臣们的谗言，



赤身裸体去游行，都说明他一点儿头脑都没有。他是个十分
昏庸的皇帝。

生我拟的副标题是“一个无能的皇帝”。他认为最诚实的、
很有理智的、最称职的老大臣，却向他说假话、作假汇报，
可见这个老大臣是不诚实的、没有理智的、不称职的。他连
自己身边的大臣都没有认清，这说明他十分无能。

生在题目“变色龙”的前面加一个语气词，评价主人公奥楚
蔑洛夫。这些案例，均是通过设计一些开放性的教学活动，
让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有效地训练学生思维的广阔性。

二、思维的深刻性

思维的深刻性，是指善于深入地思考问题，以把握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刻性，首先教师要善于设疑，
设计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让学生带着疑问研读
课文，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对主题的把握。同时，教师还要
鼓励学生主动质疑，促使思维逐步深入。请看《孔乙己》教
学片段：（最后一课时，教师对孔乙己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一位学生突然提问。）

生老师，孔乙已有没有后代？（全班哄堂大笑。）

师这位同学问得好，说明他动脑筋思考问题。善于提出疑问
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好，我也问一个问题：孔乙已是一
个现实的人物，还是虚构的人物？生虚构的。

师既然是虚构的，那么根据我们对他的经济状况的了解，他
娶得起老婆吗？

生娶不起！

生他吃都没有吃，谁愿意嫁给他！



生估计没有人愿意和他过日子。

生批判封建科举制度。考中了就作威作福，考不中就生活潦
倒，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生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对孔乙己这样的人物，人们
没有同情，只有嘲笑，甚至他死没死都没有人知道。

这位教师的“应对”很有智慧，抓住学

生提出的“古怪”问题，生发了一次思维的训练――为什么
孔乙己没有后代？为什么鲁迅要塑造这样一个不可能有后代
的人物？两次追问，引导学生的思维不断递进，能够通过现象
（孔乙己不可能有后代）看到本质（科举制度及当时社会的
世态炎凉）。

三、思维的创新性

思维的创新性，是指以新颖、独特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
程，即从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墨守成规，尊重学生的独
特见解，鼓励学生的个性化解读，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请
看黄厚江老师执教的《黔之驴》教学片段：

师刚才有个学生说大家都不喜欢驴，老师有个疑问：有人喜
欢驴吗？

生现实生活中的驴还是很有用的。

生不是的，是说没有把驴放在该放的地方，所以这驴就没有
用了。

师人如果就这样，恐怕结局也如此啊！那到底是谁导致了这
场悲剧呢？

生“好事者”。



师柳宗元不敢讽刺的好事者是谁啊？

生是当时的皇帝。《黔之驴》的寓意一般是从两个角度来概
括：（1）老虎。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战而胜之。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不能
贸然斗争，要深入调查探究底细，掌握敌人的详细资料后，
再攻其要害，方能胜券在握。（2）驴。我们不能做无才无德、
外强中干的人，要有真才实学。

生存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中，要有自知之明，面对强敌要沉着
应付，以智求得生机。黄老师却另辟蹊径，他认为驴是勤劳
的，只是放错了地方，实质上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
者――皇帝。这一角度不能不说新颖。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七

数学教学主要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
能力的发展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培养和训练过程。数学教学的
思维训练，是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结合教学内容在教学过
程中实现的。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的主阵地，所
以，要把思维训练贯穿于数学教学的各个方面。

激发学生思维动机，理清学生思维脉络，培养学生思维方法，
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方面。

一、激发学生思维动机

动机是人们“因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反映”，它是人们行
为活动的内动力。因此，激发学生思维的动机，是培养其思
维能力的关键因素。

教师如何才能激发学生思维动机呢？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教
学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学生心理特点，教师有意识地
挖掘教材中的知识因素，从学生自身生活需要出发，使其明



确知识的价值，从而产生思维的动机。例如：在教学“按比
例分配”这一内容时，首先要使学生明确学习这一知识的目
的：在平均分不合理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按比例分配这种新
的分配方法。教学时可设计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车间把生
产1000个零件的任务交给了张师傅和李师傅，完成任务后要
把500元的加工费分给他们。结果张师傅加工了600个零件，
李师傅加工了400个零件。这时把500元的加工费平均分给他
们合理吗？从而引发出学生探求合理的分配方法的思维动机。

这样设计教学既渗透了“知识来源于生活”的数学思想，又
使学生意识到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实
际问题。学生的学习动机被激发起来了，自然会全身心地投
入到后面的教学活动之中。

可见，创设思维情境，激发学生的思维动机，是对其进行思
维训练的重要环节。

二、理清学生思维脉络

认知心理学家指出：“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是寓于知识发展
之中的。”在教学中，对于每一个问题，既要考虑它原有的
知识基础，又要考虑它下联的知识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激发学生思维，并逐步形成知识脉络。我们教学的关键
在于使学生的这种思维脉络清晰化，而理清思维脉络的重点
就是抓住思维的起始点和转折点。

1、引导学生抓住思维的起始点。数学知识的脉络是前后衔接、
环环紧扣的，并总是按照发生—发展—延伸的自然规律构成
每个单元的知识体系。学生获得知识的思维过程也是如此，
或从已有的经验开始，或从旧知识引入，这就是思维的开端。
从学生思维的起始点入手，把握住思维发展的各个层次逐步
深入直至终结。如果这个开端不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或思维
特点，学生就会感到问题的解决无从下手，其思维脉络就不
会在有序的轨道上发展。



例如：在教学“按比例分配”这一内容时，从学生已有知识
基础—平均分入手，把握住平均分与按比例分配的关系，即
把一个数量平均分就是按照1：1的比例进行分配，从而将学
生的思维很自然地引入按比例分配，为学生扫清了认知上的
障碍。

再如：解答按比例分配应用题时，从问题入手逐步深化认识，
不但能够解决学生思维过程中无从下手的问题，而且有利于
使学生的思维沿着起点发展，培养其思维的流畅性。

当然，不同知识、不同学生的思维起点不尽相同，但不管起
点如何，作为数学教学中的思维训练必须从思维的“发生
点”上起步，以旧知识为依托，并通过“迁移”、“转化”，
使学生的思维流程清晰化、条理化、逻辑化。

2、引导学生抓住思维的转折点。学生的思维有时会出现“卡
壳”的现象，这就是思维的障碍点。此时教学应适时地加以
疏导、点拨，促使学生思维转折，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学生思
维发展。

学生在思考这道题时，虽然能够准确地判断出2/5和7/9这两
个分率都是以乙加工的零件个数为标准量的，但是，这两个
标准量的数值并不相等，这样，学生的思维出现障碍。教师
应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引导学生开拓思路：“甲加工的零件
个数是乙的2/5”，这说明甲、乙计划加工零件的个数是几比
几？“正好是乙加工零件个数的7/9”又说明甲、乙实际加工
零件个数是几比几？这样，就将以乙标准量的分率关系转化
为以总个数为标准量的分率关系，直至解答出这道题。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由分数联想到比的过程，实际就是
学生思维发生转折的过程。抓住这个转折点，有利于克服学
生的思维障碍，有利发散思维的培养。

总之，教师帮助学生理清思维脉络，注意思维过程中的起始
点和转折点，才是小学数学教学中思维训练的重点所在。



三、培养学生思维方法

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常常需要把面对的问题通过转化、
分析、综合、假设等变化成已知的数学问题。在这个思维过
程中，要依据具体情况恰当地运用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
求同与求异、一般与特殊等思维方法。

1、分析与综合。总起来说，思维就是通过分析、综合来进行
的。所谓分析就是把已经认识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认识中
分解开来。分析的方法应用在数学教学中，就是由问题入手，
逐层确定解决问题的条件。所谓综合就是把原来还没有认识
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认识中建立起来。综合的方法应用
在数学教学中，就是由条件入手，逐层确定能够解决的问题。

例如：一位工人师傅要加工一批零件，计划每天加工60个，
需30天完成。实际每天加工了90个，照这样计算，可提前几
天完成？采用分析的方法：

附图{图}

由此可见，恰当地采用分析或综合的思维方法，有利于沟通
条件与问题的联系，建立起清晰的思维脉络。当然，根据具
体问题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更会提高思维的.效
果。

2、具体与抽象。小学生的思维特点是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向
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发展学生思维的“着眼点”应放在逐步
过渡上。教学中，结合知识内容，精心组织操作活动，可以
帮助学生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例如：在教学“圆柱体侧面
积”这一内容时，教师引导学生将准备好的圆柱模型侧面剪
开，并观察剪开后的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正方形的各个部
分与圆柱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出圆柱体侧面积的计
算公式。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观察、思考、概括，不仅使
学生理解并掌握了圆柱体侧面积公式，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



操作意识，提高了操作能力，更培养了学生变抽象为具体的
思维方法。

3、求同与求异。有些数学知识之间既有差别又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恰当地运用求同与求异的思维方法，通过对相关知识
的比较，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1）对同一知识进行变式比较，即求同。例如：在教学“平
行四边形的认识”这一内容时，将平行四边形变换不同的位
置进行比较（如下图）：

附图{图}

通过观察比较，学生认识到几种图形尽管摆放的位置不同，
但其本质属性是相同的，即“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因
为它们都是平行四边形。

（2）对易混知识不同点的比较，即求异。例如：解答“按比
例分配”应用题经常要运用“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的方法。但是，按比例分配和分数乘法这两类应用题又存在
着一定的区别，即前者要通过总份数把比转化成各个部分量
是总量的几分之几，再用乘法计算；而后者通常是直接或间
接具备所求问题的分率。

显然，通过运用求同与求异的思维方法，不但使学生构建了
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也发展了学生多极化的思维方法，有
利于克服思维定势。

4、一般与特殊。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共性与
个性。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观察、思考数学知识的
一般性与特殊性，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例如：在教
学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后，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比较长方形
和正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从而得出：这两种图形的周长都
是将每个图形的四条边的长相加，这是它们的一般性。而正



方形四条边长度相等，它的周长等于它的边长的4倍；长方形
对边长度相等，它的周长等于它的长加宽和的2倍，这是它们
的特殊性。最后得出结论：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感知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而使学生树立
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灵活处理实际问
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实
施思维训练，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质量，有利于发展学生思
维能力，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浅谈识字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文题目篇八

低年级学生的模仿性很强，但理解能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习
惯于从形式上模仿老师的示范动作，而不注意和领会动作的
要领和重点，另外，在缺乏多媒体辅助的教学环境下，教师
的示范展现在学生视觉中的时间也是非常短暂的，学生有时
只能看到动作的大致轮廓，而不能领会动作的全部内容，此
时，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能力和分析动
作的习惯，采用慢动作示范和慢动作让学生学习，用语言强
化刺激，帮助学生进行思维，对练习中的重点和难点，发出
特定信号或口令以提示学生是非常必要的。在投掷小沙包和
三十米加速跑的教学过程中，常常发出“转肩”、“用力”、
“加速”等信号，提醒学生，使他们在动作上加强肌肉感觉，
以加深对动作的理解，这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低年级学生年纪虽小，但在活动中已表现出自己的能
力，老师就要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他们的
智力。在“老鹰捉小鸡”游戏过程中，我分别讲述老鹰
的“捉”、母鸡的“护”、小鸡的“躲”，让学生自己想办
法去争取胜利，又如“叫号赛跑”教学时，我除了
用1、2、3……这些简单的叫号方法之外，结合学生已学过
的“20以内的四则计算知识”还用“8减3”、“2加4”、“9



除以3”等办法加号数，这样不仅启发学生思维，而且容易引
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课堂效果明显。

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教学内容、方法的新颖、多样，运用
学生随意注意的互相转化规律，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
他们积极进入状态。我们应当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在生活
和游戏中接近他们，同他们一起活动，进行互动，运用灵活
多变的教学方法，变换形式，在课的开始与导入部分，安排
一些集中注意力的练习活动和游戏，让学生有一种耳目一新
的感觉，活跃气氛，顺利进入角色，课的最后，可以安排一
些边唱边做的简单的游戏和舞蹈，进行放松，调节学生精神
上的紧张情绪，恢复肌肉，一节课的疲劳，使一节课在轻松、
愉悦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